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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初步构建了包括庆典、荣典、哀典、军典等一系列典礼
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新时代，丰富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必须彰显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提升全党全国凝聚
力;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国内国际传播能
力; 必须不断推进体系化法制化进程; 必须不断加强组织领导; 必须完善空间构建和形象标
识体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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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热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2021 年举行了包括文艺演出、“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内的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系列庆典庄重喜庆，达到了良好效果，取得了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活动总结会议上将其高度评价为 “党的盛典、人民的节日”，并强调: “要总结好运用好庆
祝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1］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
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

一、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历史进程
典礼本意指典章制度和礼仪，后指一些隆重的仪式，是重要的文化社会政治活动。中国作为礼仪

之邦，历史上高度重视典礼制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典礼在动员群众、纪念先烈、
安生慰死等方面的作用，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 一) 庆祝典礼
庆祝典礼主要有组织成立庆典、胜利庆典、节日庆典等等。庆典是动员群众、凝聚人心的重要手

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快领导了香港海员罢工、安源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等，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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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运动高潮。1922 年 3 月 8 日，在香港海员罢工胜利后，广州各界十万多人隆重集会游行进行庆
祝。［2］227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举行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国际劳动节并宣
告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9 月 18 日，罢工取得胜利后，俱乐部又举办了万人庆典。［3］18、25 “七
一”作为党的生日，其庆典尤为重要。1941 年 6 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周年之际，党中央下发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七月一日为建党纪念日，
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4］261 － 2621949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
央华北局、北平市委在先农坛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28 周年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出
席。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第一次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公开庆祝党的生日。从 1951 年
起每逢整十周年，都会举办隆重的 “七一”庆典。2021 年 7 月 1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949 年 10 月 1 日举行的“开国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庆典之一。为了办好这次盛
典，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制定 《阅兵典礼方案》等仪式方案，最终成功举办大
典。［5］3 － 4新中国成立后，以 10 月 1 日为国庆节。从 1950 年到 1959 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节期
间共举行了十次大阅兵。1984 年在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之际举办了盛大庆典，在 “文革”之后百废待
兴之际极大地振奋了党心民心，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
此后，每逢新中国成立整十周年都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庆典。此外，还有一些节日，如五一劳动
节、八一建军节等，一般也会举办规模不等的庆典。

( 二) 授勋颁奖典礼
授勋颁奖典礼属于荣典，主要是指对有功勋的人员进行颁奖表彰的典礼制度。早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启了荣典制度的建设。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设立了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并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一枚，红十军全体战士奖旗一面。［6］491933
年 7 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 《关于颁发红军奖章命令》，决定按照功绩大小，制定一级、二
级、三级红星奖章，分别颁发给 “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在某一战争
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伟大胜利者”和“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7］3201934 年 8 月 1 日，中革军
委发布《关于红军中有特殊战绩者奖给红星奖章的规定》，确定在同年“八一”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时，向中央苏区红军兵团及军区部队在反 “围剿”作战中有特殊功绩的 73 名指战员授予红星奖
章。［8］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各边区、部队先后制定 《抗战三周年八路军、新四军奖励条例 ( 草
案) 》《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等，分别颁发过数百种奖章和纪念章。同时还开展各种英雄
模范评选活动，授予“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解放战争时期，各级军区、野战军也曾颁发 “解放
东北纪念章”“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章”等。［9］97 － 99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功勋荣誉表彰工作。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第
31 条第 14 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和决定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第 40 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授
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10］12、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充分发
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2017 年，由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
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办法》 《“七一勋章”授予办法》 《“八一勋章”授予办法》
《“友谊勋章”授予办法》，经中共中央批准实施。我国逐步建立起党、国家、军队功勋簿，确立了以
“五章一簿”为主干的统一、规范、权威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

广义上讲，这类典礼还包括班禅等宗教界人士的坐床典礼及对其颁授金册典礼等。如 1995 年 12
月 8 日在西藏扎什伦布寺，国务院“特依历史定制，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举行坐床典礼，并授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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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两体文金印金册，用示荣褒”。坐床典礼由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和特派专员江村罗布、叶
小文等人负责主持和督察。［11］

( 三) 纪念典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革命导师的诞辰或忌日，党和国家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早在 1922 年 5 月 5 日，即马克思诞
辰 104 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各种群众性纪念会。延安时期，中共中央还将马克思生日设为
“学习节”。［12］224新中国成立后，相关纪念典礼也很隆重。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
义者，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巩固、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其诞辰，
也会举行庄重的纪念典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举办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
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等，不仅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建立的
不朽功勋，也进一步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

( 四) 哀悼典礼
这类典礼主要有葬礼、公祭典礼、全国哀悼等等，主要在伟人逝世、先烈牺牲或同胞遇难之际举

行。追悼典礼比之纪念典礼，除了有纪念之意外，更有浓重的哀悼之情。
1942 年 3 月 6 日，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副书记林育英逝世。3 月 9 日，在延安中央党校门前广场

举行万人公祭。［13］2141950 年 10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逝世，30 日举行追
悼会，治丧委员会建议当天政府机关、部队、工厂、学校以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公营娱乐场
所等停止娱乐一天，并下半旗志哀。31 日，起灵送殡至北京西郊人民公墓，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为其执绋。这实际上是新中国的第一次国葬。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举国同悲，
各地均设立灵堂，召开追悼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设置吊唁大厅，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守灵。18
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极为隆重的追悼大会。1997 年 2 月 19 日，邓小平逝世。治丧委员会决定全
国党政军机关等下半旗志哀，在追悼大会举行时，一切有汽笛的地方鸣笛三分钟志哀。根据邓小平的
嘱托和亲属的意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25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14］1375 － 1377

此外，党和国家十分重视为烈士举行隆重的国葬、公祭和追悼典礼。1925 年 7 月 11 日，省港大
罢工工人及广州各阶层一百多个团体共十万余人公祭沙基死难烈士，10 月 3 日举行沙基死难烈士国
葬大会。12 月 10 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举行追悼大会，悼念英勇牺牲的纠察队员等。［15］5，7，91945 年 6 月
17 日，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
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陪祭。［16］607此后，除了九大、十大和十一大之外，历届党的代表大会
都为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举行默哀仪式。［17］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一步完
善了哀悼典礼制度。2014 年 2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举行公祭活
动。2014 年 3 月 31 日，民政部通过《烈士公祭办法》，推进烈士公祭活动规范化、法制化。2018 年
4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将每年 9 月 30 日定为烈士纪
念日，规定“国家保护英雄烈士，对英雄烈士予以褒扬、纪念”，“国家建立并保护英雄烈士纪念设
施，纪念、缅怀英雄烈士”。［18］ 2019 年 9 月 30 日，在国庆 70 周年大典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并在仪式前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泽东同志
遗容。［19］

2008 年，为表达全国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家决定 2008 年 5 月 19 日至
21 日为全国哀悼日。［20］ 2010 年 4 月、8 月和 2020 年 4 月，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青海玉树地震遇难
同胞、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遇难同胞、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
国家均举行了全国性哀悼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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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军事典礼
军事典礼指涉及军队、军人的典礼，主要包括阅兵式、誓师典礼和授衔、授勋、授旗与荣誉表彰

典礼等。其中授勋和荣誉表彰典礼与前述荣典在内容上相近，但授予和表彰对象限定于军人、军队。
阅兵式气势恢宏，彰显国威军威，常常和其他典礼一起举行，或作为一些大典的组成部分。人民

军队诞生早期，就开展过具备一定礼仪和规模的阅兵。1931 年 11 月 7 日，为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江西瑞金举行了盛大阅兵。1933 年 5 月 1 日和 8 月 1 日，为了庆祝劳动节和人
民军队的诞生，又在瑞金举行了阅兵式。此外，比较隆重的阅兵式还有 1944 年 11 月 1 日八路军南下
支队在延安举行的阅兵和 1949 年 3 月 25 日中共中央从西北坡抵达北平之际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
兵。［21］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光辉璀璨的一幕。新中国成立后，每
逢国庆大典均举行盛大阅兵式。2015 年 9 月 3 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并进行盛大阅兵仪式。2017 年 7 月 30 日，庆祝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 90 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隆重举行。2019 年 10 月 1 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

授旗典礼往往在阅兵典礼或新部队成立时举行。1934 年 8 月 1 日在瑞金举行了 “八一”纪念阅
兵典礼。首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军委主席朱德等人慰问，其次朱德领导
抗日宣誓，再次由朱德向参加检阅的教导团授旗，最后进行阅兵。［22］1949 年 7 月，华北军区为了隆重
纪念人民解放军诞生的节日，坚决执行军委关于公布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提高部队学习，加强统
一正规化运动，制定《纪念“八一”举行阅兵授旗典礼的规定》，决定于 “八一”举行阅兵，“同时
颁发军旗，以表隆重”。［23］一些新部队成立时，也举行授旗典礼。1949 年 8 月 1 日，在鄂南起义的国
民党军张轸部队在受命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后，于 “八一”建军节纪念会上隆重举行
该军成立暨授旗典礼。［24］ 2018 年 1 月 10 日，中央军委向武警部队授旗仪式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习
近平主席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2020 年 8 月 26 日，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1955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9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典
礼，在北京怀仁堂隆重举行。［2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则隆重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
典礼。［26］随后，授予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各地举行，解放军各地驻军举行军官和士兵授衔典
礼。［27］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解放军授衔授勋典礼已经日趋成熟。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强党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领导，完善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 “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28］53202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印发了《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体系进行全面重塑”。［29］

( 六) 就职宣誓典礼
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一大成绩是建立了宪法宣誓制度。2014 年

10 月 23 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
出“将每年 12 月 4 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普遍开展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建立宪法宣誓
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30］9

2015 年 7 月 1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
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在就职时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誓词为: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
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 《决定》还规定了宣誓仪式的组织者和具体仪式、宣誓场所等。［31］948 －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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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26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26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并监誓。［32］ 2018 年 2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修订，将誓词中的奋斗目标修改为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33］1154

2018 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 “国家工作人
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34］18由此，宪法宣誓制度正式入宪。2018 年 3 月 17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习近平在近 3000 名全国人大代表的见证下，左手
抚按宪法，右手举拳，庄严宣誓。［35］建立宪法宣誓制度，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有利于维护宪法的根本
大法地位，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塑造公众的宪法信仰、法治信仰，在全
社会烘托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的氛围”。［36］

( 七) 营建典礼空间与设计典礼形象标识
无论是庆典、荣典、军典还是哀典，都需要一定的礼制建筑和形象符号，以举办典礼或表达情

感。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规定
“死亡战士之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表纪念”，“死亡战士应由当
地政府帮助红军机关收殓并立纪念碑”。［37］ 1933 年，中央苏区人民委员会第 45 次会议决议 “为着纪
念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38］ 1934 年，这座六丈来高的炮弹形纪念
塔落成。1934 年 2 月 2 日，即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次日，纪念塔揭幕典礼举行，现场
鸣奏礼炮军乐，进行三分钟静默。［39］ 1938 年 3 月 12 日，延安举行“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
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建立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40］ 1938 年 9 月 18 日，在 “九一八”
事变七周年之际，延安举行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落成典礼。［41］ 1949 年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会通过竖立 “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由毛泽东起草的纪念
碑碑文。当天下午六时，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42］582

1958 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揭幕典礼。与之相应的是在 1959 年国
庆十周年前夕，天安门广场扩建工程竣工，“能同时容纳四十万人在这里举行集会”，［43］和同时期竣工
的人民大会堂等建筑共同为新中国各种典礼的举办提供了庄重和宽阔的空间。1976 年 10 月 8 日，中
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逝世后作出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977
年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大会隆重举行。［4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相关空间的建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到地方考察，
都要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都走
到了”，并强调要“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建设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
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45］ 2021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
落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它 “建成一个神圣殿堂，成为共产党员受教育受洗礼的精神家园，
成为引导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的教育基地，成为党史研究和宣传的权威阵地”。［46］

典礼形象标识设计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 年 7 月，国
务院发布《特殊标志管理条例》，加强对经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体育、科学研
究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所使用的，由文字、图形组成的名称及缩写、会徽、吉祥物等标志的管理。［47］

国庆 50 周年、60 周年、70 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等单位均发布了活动标识。2021 年 3 月 24
日，中宣部发布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标识。［48］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亦专门设计了
馆徽。［46］

二、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

验，对我们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有着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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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建设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必须彰显人民本位的价值取向，提升全党全国凝聚力
典礼是塑造集体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加强党

史学习和教育，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49］7 － 8无论是对
战争死难者的国家公祭，还是对因地震、洪水、疫情等自然灾害遇难同胞的哀悼活动，都是对逝者的
追思哀悼，抚平社会心理创伤，进一步团结凝聚人心，弘扬了中华民族慎远追终的传统，彰显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七一”、国庆节、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等
大型典礼，使人回顾历史，牢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
的，使人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和伟大贡献，总结、宣传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奋斗
的辉煌历史和伟大贡献，树立党的光辉形象，维护党的权威，引导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构建大党大国典礼，是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接续
奋斗的重要一环。在一些盛大典礼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往往会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为今后工作指明前进方向，锚定奋斗目标，深化全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成为全党上下共同遵循的科学纲领和行动指南。盛大庄
严、气势恢宏、礼序乾坤、乐和天地的典礼氛围，可以充分激发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自豪感、认同
感和参与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其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 二) 建设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提升国内国际传播能力

中华文明有着鲜明的礼乐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有着历史悠久的礼制传统、奉祀传统，在近代以来
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又汇融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礼记》云: “礼，时为大。”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民族性与时代性相融
合，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无论是各类恢宏盛大庆典，还是庄严肃穆的纪
念、祭祀典礼，大党大国之典礼既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又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其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
一，不仅办出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
众化。

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起的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有助于以
生动的形式，直面海内外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不凡历史经历和伟大成就、宝贵
经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国主场外交，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和中国共
产党，塑造良好的党和国家形象，有效提升党和国家的国际影响力，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早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典礼活动等，对外宣传党的主张，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如
1944 年“七一”期间，正值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边区的各类庆祝活动向中外记者展示了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取得的成绩，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污
蔑抹黑的不实言论。［50］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典礼更成为展示新中国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作
用的重要舞台。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是一个大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大就
要有大的样子”。［51］历次国庆、反法西斯胜利纪念大会等典礼上，均有各国或各党派团体领导人、代
表和国际友人等出席，不仅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主场外交的重要场域，也展现了中国
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理念，有力诠释了大党形象与负责任大国担当。

( 三) 建设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必须不断推进体系化法制化进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形成了 “七一”节、国庆节、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等系列重大节日、纪念日典礼活动，制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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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国家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军队功勋荣誉表彰条例》
《“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授予办法》 《“七一勋章”授予办法》 《“八一勋章”授予办法》
《“友谊勋章”授予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等法律法
规，初步构建了一套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的体系化、法制
化。但不可否认，当下的典礼制度在体系化、法制化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例如至今尚未明确何时
何事需要举办典礼，各类典礼的举办和组织者及其相应的层级、规格，各类典礼举办的流程，等等。
应加快研究和制定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将大党大国典礼制度体系用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将其
纳入党内法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构建以法律法规为基础、部门规章为支撑、政策文
件相配套的大党大国典礼制度体系，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安排，使相关典礼的创制和举办等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

( 四) 建设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必须不断加强组织领导
大型典礼活动往往涉及单位多、参与人员广、时间跨度长、协调难度大，需要一定的部门加强组

织领导，负责统筹协调各工作机构、各有关方面和各地区，高标准谋划、高站位协调、高水平实施。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共产党未能设立专门的负责典礼事宜的部门。新中国成
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曾设立典礼局，和外交部一起参照各国礼仪，为新中国制定了最初的外交礼仪
以及国家主席会见达赖、班禅等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礼仪等等。［52］1954 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
典礼局。1958 年精简机构时，典礼局撤销，其工作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交际处和外交部礼宾
司办理。无论是典礼局还是交际处、礼宾司，主要职责是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各种活动场地、舞台、宴
会的布置设计和国家对外礼仪事务，而其他各种大型典礼的组织和举办往往采取临时组建专班的形
式。例如，1949 年 7 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负责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三大
项目。［53］11951 年至 1965 年，每到国庆节之前，组建国庆节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下设阅兵指挥部和
群众游行指挥部。1984 年国庆 35 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委员会则下设后勤组、外事组、组织指挥组、宣
传指导组、安全警卫组和办公室等。［53］565 － 5662019 年和 2021 年，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
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均组建了庆祝活动领导小组。［54］［55］随着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
国承办的国际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各类典礼活动规模大、次数多，均需要一个常设机构加以领导、管理
和监督，而不宜再采取临时搭建班子的方式，以加强典礼工作的正规性、制度性、严肃性。建议重新恢
复设立国家典礼局或相应的典礼主管机构，有效加强对典礼工作的领导、组织、管理和统筹。

( 五) 建设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必须完善空间构建和形象标识体系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

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49］111从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烈
士纪念塔，到新中国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和各种革命历史纪念场所、烈士纪念设施，中国
共产党构建了一系列融入典礼制度的礼仪性空间，不仅为举办典礼和表彰荣誉提供了地理空间，也以
建筑、空间的形式彰显红色精神。此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镰刀锤头旗、五星红旗等党和国家
形象标识，从苏区的红星奖章到新时代的各类勋章、奖章、纪念章，以及各类重大活动的标识等等，
从符号意义上丰富了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未来，还应继续研究确定一批重要标识地，营建一批集举办
典礼、宣传党史新中国史、讲好红色故事功能的大型广场、殿堂。此外，建议配合各类典礼类型和空
间条件，设计成套的大党大国典礼形象标识体系，以及相应的勋章、广场、殿堂设计，注重经济、适
用、美观，注重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体现典礼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民族性。

三、结语
中国是礼仪之邦，体系严密的典礼制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典礼制度不仅仅是国家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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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式，更融入社会生活，乃至内化为人内心遵从的价值观，达到了 “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程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礼仪制度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礼仪是宣示价
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
入团入队仪式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
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
用。这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56］110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就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熔铸其中，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使一些重大礼仪活动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重要成果。其坚持党的领导，在典
礼中凸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 其坚持人民本位的根本立场，
走群众路线，体现人文关怀，注重普通党员干部群众的参与感，避免繁文缛节、故作姿态、脱离群
众; 其坚持中国本体，体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风采，同时与时俱进，展现时代风貌; 其彰显
了国威军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广泛激发了各方面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不断总结
好运用好各类典礼活动的成功经验，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党大国典礼制度，汇聚起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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